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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年的钟声迎来 了 1996 年。新年伊始，万 象 更新，

在 党的十四 届五中全会《建议》的指 引下，全国各族人

民开始 谱写“九 五”建设时期的新篇章，踏入奔向 2010

年远景目标的新征程。处于浩荡的洪流之中，财政战线

广大工作者肩负着新阶段 的历 史重任，要为振 兴国 家

财政努力 奋斗。

改革开放 以 来，随着国民经济持续、稳定、健 康发

展，国 家财政收 支规模扩大，财政实 力 增强，1995 年全

国 财政收 入 和财政 支出，分别相 当 于 1980 年的 5 倍

多。但是，财政并没因此 走出困境，赤字连年，越滚越

大，举债不止 ，年甚一年，财 力 严重 不足，宏观调控 乏

力 ，甚至部分公教人员的工 资都不能按时发放。导致这

种状况的 原因是复杂的，概括地讲，主要是国民收 入 分

配格局不合理，财政收 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 重低，中

央财政 收 入占全国 财政 收 入的比 重低，游离于国 家预

算之 外的财政 性 资金过多、肢解国 家财政职能的情况

严重。财政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情况持续多年，

为社会所关注。党中 央统观全局，高屋建瓴，指 出“处理

好 财政问题，是制定‘九 五’计 划的 一个 难点”，在《建

议 》中明确提出了“振兴国 家财政”的战略 任务。这个决

策切中肯綮，亟待贯彻。

振兴国 家财政，意义重大。对此，多年的改革开放

实践使我们体会颇深，展望未来十五年，它又是为实现

经济社 会发展总目标所必须解决的问题。我们面临着

由 传统的计划经济 体制向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转

变，新体制的建立 与 完善，既需要以 市场机制作为 资源

配置的 基础，又需要建立起强有力的 宏观调控体系。没

有宏观调控的正 确引导，微观资源配 置就 会散乱 无序，

国民经济就 不能协调运行。《建议 》指 出：“完善宏观调

控体 系的重点是，建立计划、金融、财政之间相互配合

和制约，能够综合协调宏观经济政 策和正 确 运用经济

杠 杆的机 制。”财政作 为 宏观调控体 系的重要组 成部

分，迫切需要改 变 实 力 不足、职能弱化的现状，以 承担

起调控职责。振兴国 家财政，就 要强化财政集聚、分配

财力的能力，使之 与经济发展规模和增长速度相适应，

与中央政 府和地 方政 府担 负的职责相适应，确 保公 共

财政 的资金需要和国 家重点建设 资金的需要；能 够保

持财政 收支平衡，有实 力 调节经济结构和 社会分配 ，促

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健康发展。

振兴国 家财政 ，任务艰巨。多年来，为 实现 财政 状

况根本好转，财政部门做出 了不懈的努 力。经验表明，

在加快经济发展过程 中，要正 确把 握财政 建设 与经济

发展的 关系，妥善处理国民收 入分配 与壮 大财政 实力

的 关 系，的确不容易。《建议 》和《说明》从 指导方针上对

此提 出 了明确的要求，即：国民经济将要实行两个具有

全局意义的根本性 转变，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速度应比

“八五”低一些，经济发展要做 到速度与效益相统一，要

合理控制消费基金，财政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政 策。贯

彻落实这些方针政 策，必 将有利于扩大财源，调整分配

结构，缓解财政 困难，壮 大财政实 力。但也需清醒 地认

识到，深层次的经济矛盾还存在，经济振兴的压 力 还很

大，在长期的经济运行中，牢牢把握 和贯 彻这些方针政

策，需要做 出艰苦的努 力。充分认识其艰巨 性，有利于

实现振兴国 家财政的目标。

振兴国 家财政，任务艰巨，但大有希望。经济体制

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，将从宏观和微观上 提 高经济

运行质量，这将 为财政开源节流提供更坚实的物质基

础；已初 步建立起的分税 制财政管理体制和以 增值税

为主体的流转税 制，将随着它的进一步完善发挥更积

极的作用；特别是“振兴国 家财政”郑重地载入《建议 》，

必将对于财政实 力的加强和财政面 貌的根本改变 产生

广泛而积极 的影响。可以 说 ，有利的 条件很多。这里的

关键是适应两个根本转变，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，不断

深化财税改革，调整财税运行机制，采取 有力的财政措

施，改 变分配格局。要继续完善分税 制财政 体制和新税

制，坚决执行适度从 紧的财政政 策 ，加强财税 法制建

设，强化财税管理，健全财政职能，加大聚财力度，根据

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调整支出范围和结构。各级 财

政，要抓 住机遇，树立信心，团结一致，为振兴国 家财政

而努 力奋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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